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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洛

随着高考临近，全国多地学校组织
了趣味游戏，为高三学子们减压。有的
开展“无敌旋风跑”游戏，让学生在奔
跑中释放情绪；有的开展“运转乾坤”
游戏，让学生感受团队合作的乐趣。在

高考临近的紧张时刻，这样的活动意义
非凡。

高三阶段，学生们面临着巨大的学业
压力，精神长期紧绷。这类趣味减压游戏
的开展，有利于帮助学生缓解考前焦虑情
绪，让他们暂时忘却考试压力，以更轻松
的心态面对挑战。

学校组织这样的活动，展现出对学生
身心健康的重视。这不仅是简单的游戏，
也是一种关怀与鼓励，帮助学生调整状
态，轻装上阵，以更饱满的精神和自信迎
接高考。相信这些在游戏中收获的快乐与
力量，会成为学生们备考路上的温暖助
力。

趣味游戏助高三学子减压

朱四倍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
日，在复旦大学迎来建校
120周年之际，一位复旦教
授建议学子们建立“时空望
远镜”思维：“看一年会迷
茫，看十年能发现趋势，看
三十年才能看见使命。”

在当下这个加速度的社
会中，各种各样的“速成
学”“速成班”和“成功
学”“成功班”遍地开花，
不少人处于“看一年会迷
茫”的焦虑和惶恐阶段，没
有拥有“看十年能发现趋
势”的慧眼，更没有进阶到

“看三十年才能看见使命”
的境界。

当下，不少青年大学
生面临着求职焦虑和职业
迷茫的困境，对未来的期
待极容易滑向对环境的抱
怨 ， 甚 至 采 取 “ 躺 平 ”

“ 佛 系 ” 等 非 上 进 姿 态 ，
没了长期主义的志气和追
求，似乎眼中只有职业报
酬 的 多 少 和 稳 定 程 度 如
何，这实不足取，也于事无补。

当我们用短期的求职应对长期的职业经营时，看
到的只能是就业难；当我们用长期主义的破局思维
直面眼前的短暂困难时，看到的就是选择的可能和
成长的丰硕。长期主义不是鸡汤，不是心灵按摩，
而是一份与未来的成长约定。立志择业，就是要有
长线思维和长远眼光，不囿于一时一地的金钱多寡
和稳定与否，而是学会用今天的理性积累，换取明
天的回报。真正的志向，从来不是画饼充饥，而是
用时间浇灌的向阳花。

知易行难，行胜于言。当年轻人用“世界上最遥
远的距离就是知道和做到之间”来调侃时，就会发
现，一时的感动、一时的兴起是容易的，但在顿悟之
后的行动和理想树立后的坚持更为重要，所谓“有志
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有志向的人选择高远的目
标，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直到实现目标；志大才疏
者则容易频繁设立目标、懒于行动，却又往往无法实
现，最终理想沦为海市蜃楼。

现实中，由于缺少“看三十年才能看见使命”的
智慧，个体常常陷入迷茫与彷徨。长期主义相对于短
期主义而言，说起来似乎并不复杂，做起来，可就是
另外一回事了。有的人“假装很努力”，有的人空谈

“伟大的理想”，唯独不见些微的积累，不见丁点儿的
行动。有的人常谈“做大事”，有的人偶有一时的“拼
命三郎”，唯独没有超越功利的追求，没有超脱投机的
窠臼。

身处“笨功夫”遭到遗忘、速成较为流行的浮躁氛
围中，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和强调长期主义存在的意义和常
识性价值——在追求速成的时代，真正的人生使命常需经
历沉淀与时间验证。在时代大潮呼唤长期主义者的今天，
我们欣喜地看到，一大批青年人正在追逐梦想的途中上下
求索，以此彰显长期主义自身的时代意义与宝贵品格。立
志择业须有长线眼光，青年人须放低身段，相信成长的复
利效应，摒弃投机思维、短视思维和空谈思维，追求长
期主义积累后的蜕变和腾飞。

（作者系信阳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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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清

近日，据媒体报道，AI （人
工智能） 数字人进入“村小”课
堂，塑胶跑道替换了水泥操场，有

“泥土味”的特色社团丰富着校园
生活……随着教育资源共享、办学
条件改善的深入推进，乡村小学被
激发出新的发展活力，走上了小而
美、小而优的发展之路。乡村学生
的童年，被描绘出更加丰富多彩的
画卷。

人工智能时代一切皆有可能，
教育数字化转型日益深刻地影响和
改变着乡村小学。“AI+教育”不仅
可以为教师们松绑减负，也能够赋
能增效，激发教育活力。教育数字
化转型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更新，更
是教育理念、治理逻辑与供给模式
的深刻变革；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
构教学过程与组织方式，实现教育
从 “ 知 识 灌 输 ” 向 “ 个 性 化 成
长”、从“教师中心”向“学生中

心”的转型升级。
技术赋能教育，教育塑造未来。

人工智能的兴起，打开了教育数字化
新空间，为教育带来了更多的可能。
教育数字化转型可以打破时间和场域
的限制，有助于突破区域之间、城乡
之间、校际的教育资源壁垒，让更
多优质教育资源注入到地处偏僻的
乡村小学，让乡村儿童也有机会和
城市孩子同上一门课程。让优质教
育资源更加均衡，除了借助技术手
段，也离不开线下优质教育资源的
充分整合与共享；当教育公平得到
更好的守护，乡村振兴也会有更好
的社会基础。

伴随着教育日益受到重视，不少
“村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制度补
血”和人文关怀。重庆市秀山县隘口
镇岑龙小学 2015 年开始实行学生寄
宿制办学，过去办学条件简陋，“一
到冬天，学校只能起锅烧水，让孩
子们兑着冷水洗漱”。现如今，塑胶
操场建成投用，教室里电子屏幕、

数字化设备样样俱全……硬件条件
的改善，让“上好学”有了坚实的
物质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不断深
入，让“村小”的师生们也能够与
时代同频共振、同题共答。

在办学的软件、硬件条件都得到
显著改善和优化的背景下，“村小”
如何走出适合地方特色和学校实际的

发展道路？与城市学校相比，乡村小
学虽然在经费、资源等方面存在短
缺，但并不意味着失去了特色和比较
优势。广袤的乡村土地上有丰富的教
育资源，关键要进行创造性转化。无
论是从田里收集玉米皮晒干加工后用
来制作手工作品，还是树上掉落的松
果、吃饭剩下的贝壳，抑或是充分运
用马头琴等民族乐器，都可以丰富乡
村学校的校园文化生活，创新体育、
美育、劳育等育人形式，让孩子们从
中得到更多的精神滋养，促进孩子们
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当乡村学生
有更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社
会流动就会更加通畅，整个社会也会
更有活力。

每一所学校，是一堆火；每一
位教师，是一盏灯。乡村教育具有
春风化雨的能量，一所小学也可以
成为乡村的文化中心、文明源头，
甚至可以成为资源调配的纽带，促
进乡村振兴。“村小”哪怕规模很
小、学生很少，也依然可以在当地

老百姓心中埋下了文明教化的火种，
让村民们心里更加安宁踏实、更有希
望和奔头。

浙江省余姚市“山区小学出了 8
个 冠 军 ”， 贵 州 省 六 盘 水 市 乡 村 版

“乐队的夏天”……正所谓“一把钥
匙开一把锁”，乡村小学在小而美、
小而优的发展道路上没必要千篇一
律，而是应该“一校一策”，努力成
为“颜色不一样的烟火”。让乡村小
学走上小而美、小而优的发展道路，
不仅能够满足农村家庭对“更好的教
育”的诉求，也能够均衡教育资源、
促进教育公平。

小而美、小而优的乡村教育，见证
了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
人智慧，生动、鲜活地诠释了教育家精
神，让教育更有力量、更有温度。激发
乡村学生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动
力，让更多乡村学生心中有梦、眼里有
光、脚下有路。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校治理研
究中心副研究员）

以小而美、小而优激发村小育人活力

乡村小学在小而
美、小而优的发展道路
上没必要千篇一律，而
是应该“一校一策”，努
力成为“颜色不一样的
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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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向军

在文化消费升级与人工智能的双
重驱动下，许多文博场馆正经历从

“文物仓库”向“教育枢纽”的深刻
转型，公众已不再满足于“到此一
游”的浅层体验。媒体一项调查显
示，89.8%的受访者期待优质文博讲
解服务，这一数字折射出大众对深度
文化体验的迫切需求。可见，要想让
文物“活”起来，优质讲解不可或
缺。

然而，当前文博讲解领域还存在
一些不足。一方面，公众对专业化、
个性化讲解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另
一方面，供给端面临专业讲解资源匮
乏、商业化讲解失范、技术赋能不足
等问题。还有部分非官方讲解，用野
史八卦替代学术正史，甚至出现无资
质讲解员误导观众的乱象。

优质讲解是连接公众与文化遗产
的桥梁，其意义不仅在于传播知识，
更在于通过深度互动和情境营造，让
文物“开口说话”，让历史触手可及。
在知识传递层面，专业讲解员如同

“历史解码器”，这种深度解读绝非自
助游览可替代。

文博场馆的讲解如何更吸引人？
如何加速淘汰“假俗乱”的社会讲
解？提升馆方讲解的吸引力和感染
力，文博场馆还可以从以下几点下
功夫。第一，提升讲解的专业度。
例如，故宫与高校联合开发了相关
课 程 ， 通 过 馆 校 专 家 “同 上 一 堂
课”，实现专业性与通俗性的平衡，
让文博知识走进校园,让讲解内容更
能经得住考验。第二，深化技术融
合创新。向“科技”借力，利用虚
拟现实 （VR） 等技术手段打破时间
与空间的限制，让观众在数字讲解
员的带领下来一次难忘的沉浸式体
验。例如，在良渚博物院，游客可
以戴上 AR （增强现实） 导览眼镜，
轻轻抬手一点、潇洒一挥手，5000
年前的良渚文明画卷便在眼前徐徐
展开；在三星堆博物馆，游客可以
跟随“复活”的青铜人像徜徉于数千
年前的古蜀大地，俯瞰三星堆遗址，
与留存于书籍的文物“面对面”。第
三，培育多元供给生态。例如，湖南
省博物馆近期策划的“青年专家导
赏”系列活动，从青铜文明到楚风汉
韵，从三湘四水到天山脚下，解读
文物中的文明密码。

优质讲解早已超越工具属性，成
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因此，要
将专业术语转化为富有韵律的表达，
让听众在文字韵律中触摸历史温度；
通过场景营造引导认知升华，使讲解
成为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精神共鸣
之旅。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优化讲解服务
为文博场馆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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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川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
堂……”又是一年端午到。今年端午假
期邂逅儿童节，当粽叶的清香遇上孩童
的欢笑，不仅为儿童节增添了一抹文化
色彩，也让承载千年习俗的端午节多了
一份清新与童真。

据报道，传统文化与童趣时光巧
遇，为这个端午小长假的旅游市场注入
了别样的活力与亲情。记者走访市场发
现，亲子游、家庭游需求释放的同时，
微度假、观演、民俗体验等多种元素的
融合，成为端午假日出游的特征。

端午假期是少年儿童出游的好时
机，用脚步丈量大好河山，用眼睛阅读
历史古迹，用心灵感受悠久文化，少年
儿童所获得的滋养将更为真切而丰富。

“文化中国行，探馆有新知”。当前，
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下馆子”，特别是家
长带着孩子游览博物馆，与“镇馆之宝”们
来一场近距离接触。实地寻溯中华文化，
与宝藏来一场亲切对话，对增强孩子的文
化自豪和文化自信大有裨益。

在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有一件
国宝级青铜器，这就是何尊。何尊内底
铸有铭文122字，其中的“宅兹中国”字

样，是迄今为止发现“中国”二字最早的
文字记载。当孩子实地来到这座尊前，亲
眼看一看这个镇馆之宝，听一听“中国”
的承传，也许远比课堂上的单纯宣讲更有
收获，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也许
有别样感受。

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滋润
孩子的心灵，让孩子更加尊崇和热爱？中
华文明如何借助现代教育手段实现更好传
承？答案是四个字：守正创新。

目前，我国已建成类型丰富、主体多
元、普惠均等的博物馆体系。据报道，很
多博物院已从“我展我的，你看你的”的

“高冷范儿”，逐步转变为让游客走进其
中、参与其中的“文化派对”。颇具巧思的
展览设计、不断上新的精品宝物，让游客
流连忘返。同时，辅以历史、环境、文化
等因素的生动讲解，变简单的“是什么”
为深层次的“为什么”，引导游客思考，让

游客从产生兴趣到感同身受，更主动“走
进”历史、理解历史。

这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的新路径、
新态度：敢于创新、积极创新，主动借力
现代教育手段，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更好地滋润孩子的心灵。

儿童节与端午假期“撞个满怀”，为孩
子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来了一次特别
的机会。对于相关机构来说，除了举办极
具观赏性的龙舟赛事，推出丰富多彩的非
遗活动，还可以主打一个“听劝”，打造更
多针对少年儿童的创意活动，让活动更具
文化含量，更为鲜活生动接地气，更能入
耳入心见真章。

花样整活，创意多多，每一种有益探
索都弥足珍贵，每一种创新玩法都值得点
赞。当传统元素与现代创意相融合，当文
化底蕴与家国情怀相对接，不仅带给孩子
独特的审美体验，还能让传统佳节焕发新

的生命力。
事实上，人工智能时代呼啸而至，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火起来”提供了更多
可能。学校作为文化传承的主阵地，需突
破传统说教模式，构建沉浸式学习场景。
结合现代技术手段，融合语文、历史、艺
术等多学科，开展诗词朗诵、龙舟模型制
作、香囊设计等活动，培养学生的文化认
同感与创造力。

文化机构也可以发挥文化聚合功能，
实现传统技艺与现代数字技术结合。比
如，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还原古代端
午祭祀场景，增强文化体验的带入感。再
比如，推出更富针对性的互动体验活动，
吸引孩子参与其中，既拥抱中华文明，也
承担传承责任。

儿童节邂逅端午假期，本质上是一次
关于“如何更好过节”的时代思考，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乎教育价值、文化
认同、价值重塑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它
提醒我们：节日不仅是时间的标记，更是情
感纽带与文化载体。当粽子的糯香与孩子
的笑声交织在一起，当历史的厚重遇上未来
的憧憬，将激发全社会的责任意识，坚持守
正创新，凝聚奋进力量，既珍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根脉，又呵护每一份纯真的笑容。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端午邂逅“六一”让传承与童趣共鸣
用脚步丈量大好河山，用眼睛阅读历史古迹，用心灵感受
悠久文化，少年儿童所获得的滋养将更为真切而丰富

坚持守正创新，凝聚奋进力量，既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根脉，又呵护每一份纯真的笑容

■

■

20252025年年55月月2525日日，，安徽省淮北市第十二中学高三学生在参加安徽省淮北市第十二中学高三学生在参加““运转乾坤运转乾坤””趣味游戏趣味游戏。。 通讯员通讯员 万善朝万善朝 摄摄

一时的感
动、一时的兴
起是容易的，
但在顿悟之后
的行动和理想
树立后的坚持
更为重要

深度评论


